
《倭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倭寇》

13位ISBN编号：9787509767784

出版时间：2015-11-30

作者：（日）田中健夫

页数：216

译者：杨翰球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倭寇》

内容概要

倭寇是以东亚沿海各地为舞台的海民集团的一大运动，其构成人员不只是日本人，也包含有朝鲜人、
中国人、欧洲人。倭寇的活动内容包括掠夺行动，残暴行为、贸易活动，文化交流等等要素，展现出
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场面。毫无疑问，在他们的活动中充满着野心与阴谋，寄托着海上男儿的
梦想与哀愁。但是我既不认为倭寇的世界是浪漫的世界，也不能赞同认为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
展这一常识性的见解。本书的想法是与其说是论述倭寇的功罪，莫如说是从尽可能高的观点来考察倭
寇的活动，在东亚国际社会的背景中立体地刻画倭寇的本来面目。
——田中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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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田中健夫，1923年出生于群马县。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史科毕业。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教授，东洋
大学教授。著有《中世对外关系史》《倭寇与勘合贸易》《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岛井宗室》等。
译者简介
杨翰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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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扎实，单薄
2、对倭寇问题的来源去脉介绍的很清晰。
3、写的不太引人入胜，但事实很扎实
4、提纲掣领，可知倭寇大概。
5、篇幅太短了，料不够足。以为才开胃菜，没想到就散席了，不值这个价。
6、篇幅不足，作者仅仅泛泛而谈，未能深入分析，也没有从中、日、朝鲜三国众多史料典籍中去细
致爬梳，连涉及到的倭寇集团首领的名字都甚少出现，更勿论考证过程的论述了。
7、一般
8、作者指出倭寇在两个历史时期活动最为活跃，前期是13~14世纪，以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互动为主，
倭寇主体是日本人，少部分是朝鲜半岛沿海底层民众。另一个时期是16世纪左右的双屿贸易，此阶段
的倭寇多是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海贼，以汪直、徐海等中国人为主，此阶段贸易以中国为主导，兼有
世界大航海的东西方交汇的格局。
9、1.这个系列都是小册书，却价格颇贵。2.这书82年国内翻译过，是现在国内获版权后重出的旧书之
一种，感觉也是有点话题性色彩。3.其实本书作为史学通识，了解还不错，易上手。
10、插图太少了，起码把倭寇图卷印上去吧←_←
11、时隔月余才再次开卷，文字接上了，信息量的连贯性受到影响，前半部分的细节印象模糊了，因
为易读亦宜读，抽空复习吧。作者对倭寇的负面存在有明显的辩解意图。
12、搁现在就得叫R.U.F——Freedom Fight！
13、历史上真实版海贼王，草根阶层引导出的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没有谈到国姓爷，有点遗憾。东
亚海域----近世亚洲版的地中海文明之沉浮衰落，根本原因在于明成祖狭隘的华夷秩序。
14、铺展了一幅非常简明的倭寇研究之图卷
15、资料参考
16、清晰，明了，有见地
17、2016已读30。8万余字的篇幅自然谈不上什么系统详尽，然而当作科普小书，这书的学究气还是重
了点。不过还是有一些亮点：1.开篇界定“倭寇”的概念，将其划为14至15世纪和16世纪两个阶段，
算是开门见山。2.以“倭寇”为线索叙述了东亚和东南亚沿海的贸易走私，还涉及中日两国的国交，
视角独特。3.以“剿寇”为线索论述中国在明代对日本认识的急剧增加。4.一些史料比较新奇（对门外
汉而言），有以日本五岛为根据地的中国“海贼王”，也有中国官府出兵菲律宾的“跨国缉拿”，还
有倭寇的战术和装备等等，很有意思。
18、哎~ 读了这个我发现海贼王这东西其实三观很不正！！！
19、关于倭寇的小册子，对于初步系统了解倭寇有点帮助。我们熟悉的戚继光出镜率比俞大猷差远了
。
20、书是好书，就是价格太坑爹。
另外，另一发现是倭寇中的葡萄牙人，这个问题似乎以前注意的不够。
21、日本学者的视角，概述了倭寇的历史及背景
22、日本史学家的角度虽然有时会逃避历史，但客观的说，也同样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自身的局限性。
希望我们也可以有足够的胸怀客观冷静的剖析日本，而不是一味的把日本妖魔化。
23、视角挺好的，就是非常粗线条，但结论大体也算靠谱有据，只作了解是不错的书
24、个人以为写倭寇还是比较容易写出内容的，倭寇现象形成的原因尤其是日本国内的原因几乎只字
未提，倭寇的组成和活动范围在这本书里基本上就是一笔带过，倭寇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的影响
和互动就更别提了。东亚三国对于倭寇的政策和反应基本上就是流水梳理一遍，日本国内的相关内容
缺乏详实的讨论。最后弄了点什么中国人心目中的倭寇形象流变也没能从舆论导向和政治洗脑上有什
么见地。总之，这本书也不算汉学研究，而属于东亚古代的区域历史，做成这样，也真是浪费我的时
间。关于倭寇活动前期后期的划分虽然重要，但是也论述的一塌糊涂，朝鲜倭寇和中国倭寇之间的关
联没讲清楚，倭寇构成的变化也没有讲清楚，差评。
25、鲤译丛第一批里算是还行的一本
26、薄薄一百多页，不能述倭寇情事之万一，可备入门之纲要而已。惟书后参考文献，多有解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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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简而体例佳。
27、感觉蛮有意思的，就是太简略了
28、以「海洋史观」的角度勾画东亚的海域活动，指出14~15世纪，16世纪两个倭寇活跃时期，倭寇的
性质不同，前者是日本人与高丽/朝鲜贱民的联合，后者是在海禁背景下，建立在双屿、沥港走私贸易
基础上以王直、徐海等中国人为代表的海盗/海商集团与沿海居民、日本海盗和葡萄牙等欧洲商人的合
作。官方并没有办法区分这些活动的差异，只好一律以倭寇视之，造成倭寇形象的固定化。
29、十四十五倭寇诱因：朝鲜土地制度紊乱&日本南北朝的对峙；十六世纪倭寇诱因：中国社会经济
发展&海禁政策过度限制。。。P132福建之患：山寇、海寇和倭寇。。。
30、很多事情是相互关联的，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海禁的实施，走私贸易的发展，白银的大量流入中
国，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
31、基本上全书目前为止讲了这么些内容：明前的倭寇基本目标主要是朝鲜，李氏王朝建立后慢慢少
了，那时倭寇比较纯粹，大体是日本人为主，还有些朝鲜贱民，目标是粮食和人。明代后倭寇主要目
标是中国沿海，但头目基本是中国人，日本人占个二成左右，还是雇佣来的，其它主要是中国人，目
标是走私。所以这时期的倭寇成因很明显是明朝海禁，逼迫沿海居民乡绅冒险武装走私，海禁越严则
倭寇越凶猛残暴。另外，地方官府也不管真倭假倭，包括葡萄牙人的走私也全盖倭寇头上了，还有夸
大倭寇残忍性和危害的倾向。另外也和日本国内长期割据有关。明朝末期开放海禁了，日本国内统一
了，倭寇也就基本没有了。所以就常识来说，人们对倭寇的偏见和事实是有相当出入的。
32、旧作品，理论不新。
33、比较立体化个介绍 虽然不算特别深入
34、好老好老的一本书啊，怎么想起来要翻这一本啊，学术史有价值，但实在太过时了。
35、简明扼要，很实在。最后一节介绍有关日本的中国古籍，参考文献也介绍了日本相关著作目次等
，实用。这本书的译者在1987年就翻译出版了这本书，不知道这次有没有修订。不过，译文还是有几
处费解。编辑也有不少问题，减一星。p.s.话说，看过的三本“鲤译丛”，编辑问题，都比想象的要多
。既然选了还不错的著作，装帧也上心，那得找有相应知识背景的编辑认真做啊。
36、比较全面的描述了倭寇和其相关活动，附有相关年表和参考书目。书写得枯燥和散，对行为背后
的原因和影响分析不够深入。另外关于16世纪的倭寇，从年表看感觉王直这一个人比什么原因影响都
大⋯⋯
37、对史料和论著有一定的介绍，是本不错的上手书
38、草草翻阅
39、小小一本，定价奇高，内容单薄，观点特殊
40、定价略高～读书笔记:1.作者认为14—15世纪倭寇日本人很多 发生原因为日本与朝鲜交往演变 蒙古
兴盛 日本与高丽内政动荡等。而16世纪倭寇则多为中国人 发生原因为中国的海禁政策等。2.高丽和高
句丽并非一个国家。3.倭寇入侵以山东沿海为甚 次江苏 浙江 广东沿海。
41、这书是1982年出的日文版、2014年开始翻译，2015年出版。很诡异的是，《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
的文章，内容居然和书里“不谋而合”⋯⋯
42、感觉一般，可能是书成较早，里边的一些观点早已成为研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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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本200页的小书，科普了倭寇的历史，把倭寇分两大时期讲，这个日本学者相对于其他日本学者
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不过到底是日本人，读的时候总觉得有点逃避历史。不过书后面的附录信息量
很大，有图表有参考书目，有利于理清思路。看了此书后觉得日本的文献资料在中国出版得太少了，
那么热门的一个国家，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多为妖魔化的了解。书里面讲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与《练
兵实纪》在江户时代被日本人作为兵法书受到重视。可见日本人的“师夷长技”的本事。国人却往往
要在危难时候才像个人，其余时候多是糊涂虫，自大鬼，而且从倭寇完全可以看到后来的侵华日军和
中国伪军，倭寇里面日本人只占个三成，其余多为伪寇，而抗日战争打的如此艰难，很大程度上也是
我们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以古鉴今，什么钓鱼岛历史问题，引用历史证据一大堆，其实都是狗屁，重
点还是中国不够强大，日本这只饥饿的狗才要上来咬。对于中国，日本问题永远是个被动的问题，原
因是中国可以离了日本，但是日本不能离了中国，日本的技术水平中国总有一日可以达到，但是中国
的资源日本的地里永远长不出来。所以日本必定要以一种方式得到中国的资源，如果这种方式是战争
，那么中国完全没有益，因为即使中国把日本吞了，也得不到资源。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和平得交易
技术和资源，其间中国要学着把日本给磨平了，让他的战斗力下降，让他成为大陆的附庸（存属YY）
。
2、从各种考据来看作者治学是严谨的，得出的结论也是真实可信的。从内容上来说是值4星。不满的
是对书的编辑和定价，减一星。书是小32开的，210页，很薄的小册子，定价45元。号称是精装，但除
了封皮是硬封，纸是普通的胶板，插图如同豆腐块还比原版要少的多，编辑好像不怎么负责。不知道
其他的鲤译是不是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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